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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理学》第六版是按照卫生部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第六轮规划教材修订工作的原则和意见
对《药理学》第五版进行修订的新版本。
本版在第五版的基础上根据近年国内外药理学的新进展，对第五版内容进行了修订、增补。
在编写过程中以药理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为基础，注重机体了教材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三特定《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要求
、特定的限制》的特点。
    本书内容上注意涵盖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要求，适应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需要。
结合药理学科的发展和当前临床实际，本次修订在章节编排上做了增补和调整，增咖了离子通道药里
学、肾素血管紧张昆素醛固酮系统药理学、中枢神经系统药理学概论、抗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药
、影响自体活性物质的药物、抗艾滋病药、基因工程药物及其因治疗等新章节。
将抗寄生虫病药物仅设一章，对不同的抗寄一章调至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之前，以便于同学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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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药物代谢动力学　　药物必须在其作用部位达到一定的浓度时才能有特有的药理作用并
产生相应的效应。
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度每时每刻都因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图2-1）。
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并运用数学原理和方法阐述药物在机体内的
量变规律。
　　第一节　药物分子的跨膜转运　　药物在体内被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时都要通过各种细胞膜
，有的是单层的，如小肠上皮细胞；有的是多层的，如皮肤。
尽管各种细胞结构不尽相同，但药物在体内转运的基本屏障都是细胞膜，因而，这一过程具有相似的
特点。
　　一、 药物通过细胞膜的方式　　药物分子通过细胞膜的方式有滤过（水溶性扩散）、简单扩散（
脂溶性扩散）和载体转运（包括主动转运和易化扩散），图2-2。
　　（一）滤过　　药物分子借助于流体静压或渗透压随体液通过细胞膜的水性信道（aqueous
channel）由细胞膜的一侧到达另一侧称为滤过（filtration），为被动转运（passive transport）方式。
体内大多数细胞，如结膜、肠道、泌尿道等上皮细胞膜的水性信道很小，只允许分子量小于100～150
道尔顿的药物通过，如锂离子（Li+）、甲醇、尿素等，而且只能是水溶性物质，可以是极性的，也可
以是非极性的。
相反，大多数毛细血管上皮细胞间的孔隙较大，分子量大到20000～30000道尔顿者也能通过，故绝大
多数药物均可经毛细血管上皮细胞间的孔隙滤过。
但是，脑内除了垂体、松果体、正中隆起、极后区、脉络丛外，大部分毛细血管壁无孔隙，药物不能
以滤过方式通过这些毛细血管而进入脑组织内。
　　虽然大多数无机离子小，足以通过细胞膜的水性信道，但它们通过细胞膜的过程是由跨膜电位差
（如Cl(）或主动转运机制（如Na+、K+）来控制的。
　　（二）简单扩散　　绝大多数药物按此种方式通过生物膜。
非极性药物分子以其所具有的脂溶性溶解于细胞膜的脂质层，顺浓度差通过细胞膜称简单扩散
（simple diffusion），也是一种被动转运方式，故又称被动扩散（passive diffusion）。
其通过速度与膜两侧药物浓度差和药物脂溶性成正比。
药物脂溶性以辛醇/水或橄榄油/水分配系数定量。
但是，因为药物必须先溶于体液才能抵达细胞膜，水溶性太低同样不利于通过细胞膜，故药物在具备
脂溶性的同时，仍需具有一定的水溶性才能迅速通过细胞膜。
　　绝大多数药物均为弱酸性或弱碱性电解质，在体液内均有不同程度地解离。
分子状态（非解离型）药物疏水而亲脂，易通过细胞膜；离子状态药物极性高，不易通过细胞膜的脂
质层，这种现象称为离子障（ion tr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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